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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股东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决定，重
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将吸收合并重庆长途汽车运
输集团合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重庆长途
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持续经营,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等保持
不变,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合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注
销。合并前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9052.69万元、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合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合并后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19052.69万元保持不变。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合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全
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重庆长途汽
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依法承继,不再进行清算工作。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公司债权人未
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合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2月4日

关于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合川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被吸收合并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袁询 通讯
员 郑仕燕）市七届残运会将于
2024 年 3 月至 10 月在我区举
办。为鼓励运动员积极训练，争
取在市七届残运会上获得良好
成绩，日前，合川区组团参赛部
前往相关训练机构走访调研残
疾人运动员训练情况。

在集中训练场地，合川区组

团参赛部现场调研了田径和游
泳运动员训练情况，主要对运动
员参赛项目、训练准备、饮食保
障、训练装备需求等进行了详细
了解，鼓励运动员们积极训练，
在赛场上展示我区残疾人顽强
拼搏、勇往直前的运动精神。随
后，一行人还调研了旱地冰壶、
三人制篮球等项目训练情况。

据了解，市七届残运会共设
有硬地滚球、旱地冰壶、田径、乒
乓球、羽毛球等15个大项，合川
区拟组队参加田径、羽毛球、游
泳等9个项目。

合川区组团参赛部调研
市七届残运会运动员训练情况

生活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
食物中品味幸福。在大多数重庆人的心
里，四方食事，最妙的还是那一顿顿火
锅。辣椒与花椒的惊喜相逢，让食客在
大麻大辣中迎来酣畅淋漓的“大爽”瞬
间；鲜嫩的食材在热辣的红汤中翻滚旋
转，只待与舌尖相触时，绽开一种难以言
表的惊艳。无论春夏秋冬，三五亲朋围
坐桌边，幸福感随着火锅的热气、香气、
烟火气缓缓升腾。

火锅的灵魂是底料，精心炒制的牛
油底料在锅中缓缓融化，煮至咕噜咕噜
冒泡，醇香浓郁的火锅味儿便会四散开
来。鱼城生态老火锅创始人唐晓科拥有
祖传技艺、深谙炒料之道，他炒出来的火
锅底料色泽鲜亮、麻辣鲜香、口感醇厚，
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2022年，“唐氏牛
油火锅底料熬制技艺”入选合川区第七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唐晓科
也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与坚守“手艺人”走好“守艺”路

合川作为重庆的北大门，水陆交通
发达，历来商贾云集，是川北、川东间重
要的物资集散地，码头文化的兴起也造
就了饮食文化的兴起。据了解，合川火
锅起源于清末民国时期，起初名叫杂烩
汤，是由江北传来。民国初期，重庆江北
唐家富一家迁至合川，唐家富正是唐晓
科的曾祖父。

唐家富的父亲靠下苦力谋生。当
时，人们几乎不食动物内脏，这给唐家富
一家带来了生计。长期在码头一带从事
劳工的唐家人便将没人要的牛下水及牛
大骨，牛油熬制后加入江边河水，放入辣
椒、花椒、盐，用柴火煮制，俗称“大杂
烩”，唐氏牛油火锅由此而来。年幼的唐
家富便跟随父亲在城区及码头一带叫
卖：“杂烩哟，麻辣鲜香的杂烩哟！”因价
廉物美、省时，深受过往的群众及船夫、
船工的喜爱。久而久之，这一吃法便在
合川三江六岸流行起来。有的小商贩也

自行琢磨，开始售卖。唐家富一家为了
有稳定的客源，便在南津街码头边搭建
了吊脚楼房屋，开始固定售卖。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生活条件得到
了改善，合川饮食行业快速崛起。改革
开放后，饮食行业出现生机活力，面貌一
新，从业人数剧增，许多本地火锅店应运
而生，唐晓科的爷爷唐兴伦也重操旧业
在盐井开办了火锅店，因一直坚守传统
牛油火锅的制作技艺，味道醇厚，深受当
地人的喜爱。后来，唐兴伦又将制作技
艺传给了唐晓科的父亲，而唐晓科从小
耳濡目染，也对这项技艺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唐氏牛油火锅底料熬制技艺就是
在这一代代的传承与坚守中，才不至于
蒙尘乃至消亡。

热爱变事业“老味道”焕发“新活力”

鲜红的辣椒、麻香的花椒、醇香的牛
油……在唐晓科的记忆里，这些与火锅
相关的东西伴随了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少
年时期。被火锅香熏染着长大，自然也
爱上了这种热辣又美好的味道。唐晓科
16岁时便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熬制火锅底

料。“我家的火锅底料都是纯手工炒制，
我那个时候力气小，最开始连锅铲都舞
不太动，但慢慢跟着我父亲学习，也逐渐
掌握了技巧。”唐晓科说。

跟着父亲学习了两年后，唐晓科的
火锅底料熬制技艺日渐纯熟，但在他 18
岁时，却选择了暂时放下火锅，圆自己的
军旅梦，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人。
退伍之后，唐晓科又从事了其他职业，但
心中对火锅的那份热爱却始终不曾沉
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沸腾”了
起来。

2014年，怀揣着对火锅的热爱，以及
传承祖辈技艺的想法，唐晓科终于下定
决心重新捡起祖传手艺，在钓鱼城下的
水军码头边开了一家火锅店。为了还原
纯粹的唐氏牛油火锅滋味，唐晓科坚持
选用新鲜的材料，纯手工熬制火锅底
料。“我们的火锅底料以牛油为主要原
料，辅以豆瓣、辣椒、大蒜等30余种天然
材料精心熬制而成，选材讲究，制作流程
繁琐，从原料、汤料的采用到烹调技法的
配合，讲究同中求异、异中求和，让荤与
素、生与熟、麻辣与鲜甜、嫩脆与绵烂、清
香与浓醇等美妙结合。在民俗风情上，

呈现出一派和谐与淋漓酣畅相融之场
景，营造出一种‘同心、同聚、同享、同乐’
的文化氛围。”唐晓科说。

在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唐
晓科还积极创新，对火锅口味进行了研
发，他研发的“糊辣味”“荔枝味”的火锅
颇受食客的喜爱。他的火锅店也先后荣
获合川区“火锅十强店”“合川区餐饮商
会副会长单位”“CCTV中国极速少年最
喜爱地方美食推荐品牌”等荣誉。

将事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唐晓科也
没有忘记非遗技艺的传承，许多人慕名
而来向他学习唐氏牛油火锅底料熬制技
艺，他考察人品并确定其适合从事火锅
事业之后，便会将自己多年来的经验与
心得倾囊相授。迄今为止，唐晓科已经
向数十人传授了非遗技艺，唐氏牛油火
锅底料熬制技艺不仅在合川及周边传承
下去，还有河南、贵州、浙江、湖北、新疆
等地的学生远道而来求学，将合川非遗
技艺带回了自己的家乡。

如今，唐晓科正在思考如何让“唐氏
牛油火锅底料熬制技艺”这一非遗项目
走向大众，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他表
示，接下来，会将非遗文化普及和传承融
入到自己的火锅店里，布置展板介绍唐
氏牛油火锅底料熬制技艺，并让客人亲
自体验选料、炒料等，感受非遗魅力，让

“唐氏牛油火锅底料熬制技艺”这一非遗
项目真正“活”起来。

熬香火锅底料 煮沸人间烟火
○记者 王灿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富
为）临近春节，刚退伍参加工作的陈明便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同志，好样的！要不是你瞬间的反
应，后果不堪设想！”2月7日，重庆市渝北
区公安分局民警驱车几十公里，专程来
到合川区人民警察训练学校，将一本“见

义勇为”证书送到陈明手上。
陈明接过证书，挺直身板，向对方敬

礼。“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挺身而出，我
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原来，在2023年11月5日，陈明正在
某机场出口天桥附近。“你别管我……”，
伴随着激烈的争吵，一道身影快速从他
身旁掠过，陈明顿时警觉起来，抬头一
看，发现一年轻女孩正翻越天桥护栏欲
轻生。见女孩半个身子已越过护栏，千
钧一发之际，陈明全速冲向女孩，用右手
紧紧拽住她的腿，用左手拦住腰，用力往

后拉，一旁的群众见状，也立即赶来帮
忙，最终成功将女孩控制住并拉回安全
区，整个过程仅仅持续数秒。不一会儿，
一中年女子赶到，连忙向陈明鞠躬致谢。

“你个娃娃……”正当中年女子想责
备时，被陈明毅然打断：“你先不要说了，
她现在情绪激动，让她静一静。”陈明时
刻关注着女孩的举动，耐心询问、开导
她。随后，机场派出所民警同志也赶到
现场，将两名女子带回所里调解。原来，
两人是母女关系，一同出行旅游，女儿因

“网恋”要求同网友见面，母亲试图劝阻，

结果发生口角，矛盾逐渐升级，愈演愈
烈，年轻气盛的女孩一气之下，选择了极
端的方式。

救下人之后，陈明也没闲着，因担心
女孩后续安全，陈明添加了两名当事人
联系方式，不时还会询问近况，掌握心理
动态，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引导母女俩采
取有效沟通的方式，促使家庭关系和
谐。“我们警校有一项重要课程便是社会
心理服务，针对一些需要进行心理辅导
的群众，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走出困境。”陈明说。

关键时刻伸援手 他收获特殊“礼物”

说起太和黄桃，可谓家喻户晓、远近
闻名。每年夏天，许多周边区县的市民
也会慕名前来采摘，为的就是能第一时
间品尝到太和黄桃的美味香甜。作为太
和镇著名的农产品地理标志，黄桃产业
已经发展了近40年，而为发展黄桃产业
付出毕生精力和心血，带领村民们走上
致富之路的，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黄
桃书记”的太和镇原亭子村党支部书记
彭志荣。

学习技术 昔日荒山今结硕果

现年70岁的彭志荣是原太和镇东南
村村民，扎根农村基层 50 余年，历任社
长、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也与黄桃结
下了“不解之缘”。原来，东南村离公路
较近，1985年，上级拨款5千元，用于该村
发展黄桃种植产业。时任社长的彭志荣
干劲十足，带领全社50余户村民开垦了
荒山，种下了“北京23号”黄桃幼苗200余
亩。可由于不懂整形修剪、防病治虫和
土肥水管理等，两年过去了没有收成，一
些村民便萌生退意。刚入党不久的彭志
荣见此情景也很着急，“黄桃既然种下
了，就一定要成功，我有这个信心！”了解
到同镇的沙金村有种植多年黄桃、经验
丰富的果农，彭志荣特意前去学技术，又
请对方到现场指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细心管护，终
于成功种活了桃树，并实现了喷水、施
肥、除虫自动化，管理措施科学化，看着
被黄桃压弯的树枝，种植桃树的村民个
个喜上眉梢。随着村民们的种植技术日
渐成熟，尝试种植黄桃的村民越来越多，

全社 500 余亩土地都先后种上了黄桃，
年产达百万斤，昔日荒山秃岭变成硕果
累累，黄桃连年丰产，村民的收入也越来
越高。

筹资修路 解决村民销售难题

最初，丰收的黄桃由供销社统一收
购卖到罐头厂，后来工厂倒闭，黄桃堆积
成山，村民们只能肩挑背负地把黄桃背

到公路边，或乘客车进城售卖，价格十分
低廉，并且社里的土路多年来一直破烂
不堪，村民售卖也很不方便彭志荣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为了拓宽
销售渠道，彭志荣有了组织大家共同修
路的想法。可部分村民不愿意出工出
钱，由此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彭志荣则顶
住压力，前后三次召开社员大会，终于说
服了30余户村民，筹资1万余元，于1999

年修建了一条长 245 米、宽 3.8 米的便
道。路修好了，村民出门售卖黄桃也方
便了，甚至还有许多人自行前来购买，黄
桃的销量提高了，这让大家脸上的笑容
也更灿烂了。

科学种植 经济效益逐年增长

近年来，彭志荣在田间地头开设“黄
桃种植课堂”，实地教授种植技术，为村
民答疑解惑，利用微企协会平台讲解科
学种植管理知识，受益人群近 1000 余
人。在他的带动下，太和镇发展优质黄
桃面积近万亩，现有超过200亩的果园4
个，超过50亩的果园15个，核心区域黄桃
种植面积6000 余亩，年产果量高达8000
余吨。从2009年起，太和镇每年3月都举
办“桃花节”，前来赏花的游客上万人，7、8
月丰收时节黄桃更是供不应求，销量喜
人。黄桃产业经济效益逐年增长，成为
农民致富和集体经济增收的重要渠道，
彭志荣的先进事迹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
充分肯定，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等先
进称号。

因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
种植经验，太和镇种出的黄桃色泽鲜艳、
果实浑圆，肉质细腻、果香浓郁，无论自
食还是送礼都很适合，在市面上广受欢
迎。彭志荣表示，村里的所有黄桃都自
然挂树成熟，纯天然生长，不过多人工干
预，以纯粹自然农法吸收阳光和雨露，枝
枝晒阳、颗颗沐光，“下一步我们准备对
黄桃进行深加工，比如加工成桃干、零
食、糕点、罐头等，让太和黄桃打响品牌，
受到更多人喜爱。”

种植夏日甜蜜的“黄桃书记”
——记太和镇原亭子村党支部书记彭志荣

○记者 袁询 文/图

1939年7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以周恩来
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
四川省合川县草街镇（今属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
凤凰山古圣寺开办了为抗战、建国培养人才幼苗的
育才学校。为支持办学和加强统战，南方局在育才
学校建校之初就成立了两个平行的不交叉的党支
部，一个直属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
委）领导，一个直属北碚中心县委领导。皖南事变
后，两个党支部合二为一。1940年9月，周恩来亲临
古圣寺，看望育才学校师生，并给大家作当前形势报
告，在合川留下了他的光辉足迹。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
次反共高潮。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又向黄
桥新四军无理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在国际上，日
本侵略者正与德国、意大利谈判，欲勾结起来形成法
西斯联盟。在国内，日本侵略者加紧“诱降”活动，极
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
制造军事磨擦和流血事件。知识界对此忧心忡忡，
担忧国共合作的前景，担忧抗战的前途。在这种形
势下，周恩来决定去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北碚、育才
学校走一趟，讲明形势，澄清混乱。为求得此行能有
较完满的结果，南方局派文委的沙汀提前两三天到
北碚，同陶行知、胡风、靳以等一些熟人联系，作出安
排。在得到周恩来要到育才学校的消息后，学校的
160多名学生和50多名老师一起动脑又动手，将学校
内外拾掇得更加整洁，并准备了为客人演出的节目。

9月24日上午，周恩来、邓颖超在陶行知、吴树
琴（陶行知先生夫人）和南方局干部徐冰、张晓梅等
人的陪同下，乘坐小木船，从北碚温泉公园（今北温泉）出发，沿嘉陵
江溯水至合川草街子（今属合川区草街街道老草街社区），登岸沿着
2.5公里的山间羊肠小道，到达坐落在凤凰山的育才学校。全校师生
列队欢迎，周恩来、邓颖超等频频挥手致意，学校像过节一样沸腾
了。在陶行知先生的陪同下，周恩来一行参观了古圣寺，考察了课
堂、图书馆、操场、厨房，还兴致盎然地浏览了琳琅满目的导报，和吴
新稼带来的“益州剧团”团员亲切交谈。

育才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全校200多名师生聚集在大厅
（礼堂兼大教室兼饭厅），周恩来一行被邀请到前排就座。陶行知先
生站在舞台中间，向大家介绍说：“周恩来和邓颖超两先生在百忙之
中抽出时间来我们学校参观，我们热烈欢迎两先生的到来。”欢迎会
由学生主持，并由学生致欢迎词。之后，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请周恩来
上台讲话。他说：“很高兴来学校参观，看望老师和同学们。同学们
能够在育才学校学习是最幸福的，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还有许多好老师，使同学们能够受到最好的培养教育，大家要珍惜这
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你们学校还有很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好书，我看
见有马克思、列宁著作，有鲁迅、茅盾的书，还有《万有文库》、世界名
著，等等；各个组的壁报也办得好，看得出你们读的书很多，知道的事
也多。你们这么小就可以读到这么多好书，受到好的教育，学习专业
知识，学习关心国家大事，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比我小时候强多
了！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背上还拖着一条辫子，读的还是子曰等
旧书，受的是封建主义教育。你们这一代将来一定会超过我们这一
代。”他还说：“你们这些孩子，都是从战火纷飞的地区，辗转流离，经
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你们都是科学家或艺术家的幼苗，扎根在
这教育的园地，有着像陶先生这样的园丁精心培养，一定会健康成
长，像凤凰山的参天大树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你们小小的年纪，
就能当大会主席和司仪，真是了不起。这是战争使得你们远离家庭，
受到老师的培养，懂礼节，会说话。我们像你们这样的年纪可不行
啊，你们在这里受的教育是得天独厚的。可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区，在
敌占区，广大的小朋友，包括你们留在那里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受教
育的机会……”周恩来还给全校师生作形势报告，讲了抗战形势和抗
日战争的前途，指出：过去许多革命志士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争取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希望你们要
为真理而斗争，为中国的远大前程而努力奋斗……最后胜利一定是
我们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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